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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治》教学中融合劳动教育实践初探

曹红玲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

提出要求新时代学生“五育并举”，全面发展。五育指德育、智育、体育、美育

和劳动教育。在德育中渗透劳动教育，是很好的实现二育有机结合相得益彰的尝

试。由于我担任同一个班的班主任和《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所以我在这方面

有条件大胆尝试，感觉效果不错，特作分享。

我们的德育教材为《道德与法治》，教材以孩子的生活经验为基础，从孩子

的生活实际出发，培养孩子的道德意识和法制意识，树立孩子正确的是非观念，

教孩子做人。但道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小学生生活经验很有限，其年龄特征决

定了不可能以说教的方式实现道德教育，其落脚点必然生活实际。而劳动恰是孩

子有限的生活经验中最容易触发道德教育的机会。所以我在道德与法治的教学设

计中有意识加大融入劳动的要求。让道德教育中有劳动，劳动教育中有道德。

为体现劳动教育与德育更高程度的融合，我对要融入教学的劳动内容进行了

理论的分类，确立德育与劳育相契合的目标。一是为了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二是

培养责任与担当意识；三是学会分工合作与交流；四是培养对社会的服务与奉献

意识。结合目标然后制出“我劳动我光荣争章表”，并设置了“自己事情自己做”、

“我的班级我的家”、“最佳搭档”、“小小志愿者”四个栏目。对应前面四个

考核维度，对孩子的劳动情况进行评比，由劳动委员负责统计，每周完成一次统

计，据实打分。然后在每周周五班队课上将每周得分和累计得分进行通报，予以

表彰。期末进行总争章大比拼，以此作为学生德育考核的重要指标。

首先是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从一年级开始，我便要求孩子们开始学会整理。

《道德与法治》一年级下册的第一单元第一课《我们爱整洁》，在这一课的教学

设计中，通过课件展示、教师示范、学生亲自参与等环节，教会孩子们学会整理

书包、衣服、文具、教室桌凳，打扫教室卫生。配以长效监督机制，那一学期每

天早上的晨检工作重点就是检查孩子们的穿戴、个人卫生、书包整理等。劳动委

员将在争章表中“自己事情自己做”栏目中统计。通过这些过程，既动脑又动手，

还让他们明白劳动带来的快乐。窗明几净，整洁漂亮，使人身心舒适。由小组长

每天督查各组成员，发现衣衫不整不洁予以扣分，由小组长将扣分情况报与劳动

委员进行登记。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形成正确的劳动观：自己的事自己做。劳动

是光荣的，也是必须的，没有耕耘就不会有收获。它的功效体现在学生行为习惯

的养成，好习惯会伴随人的一生。大凡事业有成的人，都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

大凡有良好劳动习惯的人，都不会好吃懒做，都有正确的是非观。

其二是培养学生的责任于担当意识。一个良好的社会公民，必须要有责任与

担当的意识，才能参与社会共建。需从小培养这种意识，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才能

顺理成章。孩子的责任与担当，体现在家庭、班级与学校事务中，一年级上册“我

们的校园”课程，让孩子们养成学会随手弯腰捡垃圾习惯，三年级上册“让我们

的校园更美好”课程，组织孩子们打扫校园、办学校黑板报、画画或手工制品点

缀校园，这是学生对学校的责任。《道德与法治》二年级上册“我是值日生”，

要求孩子们打扫教室卫生，拖地，擦黑板，收作业本。“装扮我们的教室”课程，

要求孩子们整理桌凳书架，整理作业本，种点花草……这些是学生对班集体的责

任。不管对班集体还是对学校，往大了说，是对公共生活空间的责任。四年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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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中“这些事我来做”课程，鼓励孩子们在家里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如摘菜、做

饭、做妈妈好帮手，这些是孩子对家庭的责任。我制作了“家务劳动一周调查表”，

让家长填写孩子在家参与劳动的时长和质量评价，根据家长反馈情况给予计分。

家长拍下孩子家务劳动图片或视频传班级群，这样既可以作为孩子参与家务劳动

的佐证，又能让所有家长都能看到，对别的家长能起到提醒与督促作用，利于班

集体劳动风气的养成。同时也培养了主人翁意识，懂得担当。

其三是学会分工合作与交流。未来社会主流的劳动方式，终结了作坊式的全

流程覆盖，分工与合作成为主要的方式，所以学会分工与合作是劳动教育中的一

个重要内容。在《道德与法治》二年级上册中“装扮我们的教室”课程，四年级

上册中“我们班四岁了”课程，主要活动内容为装扮班集体，我将过程分解为几

个过程：征集装扮班集体的好点子，大家各抒己见，表达自己的创意，最新奇最

有想象力又能够实现的点子便采纳，由劳动委员收集整理，然后将装扮班集体的

活动进行分工：整理桌凳书架，打扫卫生、整理作业本、表彰栏、班规栏、图书

角和卫生角贴图设计张贴、头顶空间装扮、办黑板报，阳台花草栽种……然后将

这些任务公示，由小组自愿认领，老师和劳动委员再把未认领的任务派发给未认

领的小组，尽可能做到资源匹配恰当，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样既能最大限度

照顾到孩子们的兴趣，能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参与积极性，又能激发孩子们的创新

思维，发挥孩子们的主观能动性。然后依照此法，各小组再将领到的任务在组内

进行分派，依旧是主动认领，再作派发。在活动中凡是出现环节衔接问题的，不

能组内成员之间还是组与组之间，都要被扣分，这是对分工与合作能力的考察。

这一课的教学任务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大家既参与了劳动，也激发了对班级的

热爱，还懂得分工与合作的意义。每期势必有一次对教室的装扮与打点，学生在

多次环节衔接训练中学会合作。

其四是通过劳动认识事理，培养对社会的服务与奉献意识。美好的社会离不

开每个公民的主人翁精神，人人共建，添砖加瓦，必须要让孩子们充分理解到社

会进步与每个人之间有着重要关联。所以组织志愿者活动是教化孩子参与社会共

建的很好方式。《道德与法治》四年级上册教材“我们所了解的环境污染”课程，

号召孩子们种植花草，防止水土流失，要求孩子们在植树节种植树苗两棵以上，

只要在第二年植树节到来时这棵树仍然活着，便可得到相应的劳动奖章。年年种

树，让孩子们树立“植树造林，绿化环境”的环保意识。四年级上册中“我们的

衣食之源”课程，布置任务，让孩子们参与到农作物收割当中，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我组织孩子们打扫食堂，让孩子们明白“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的道理。我在要求孩子这样做的时候，除了要看家长提供孩

子参与劳动的证明，还要做劳动的反馈调查，让孩子们说说劳动的感受和在劳动

中领会的道理。

通过劳动争章表，我能直观地判断出孩子在品德上的特征与倾向。比如“自

己的事自己做”栏目奖章多，说明孩子自理意识强，同时纪律性与意志力方面都

很突出。“我的班级我的家”栏目奖章多，说明孩子热心集体，集体荣誉感强。

“最佳搭档”栏目奖章多，说明孩子善于合作，长于与人相处，责任区分明确。

“小小志愿者”栏目奖章多，说明孩子热心公益，关注社会，有爱心有担当。所

以考情争章既能考察孩子劳动情况，也能考察孩子德育现状。发现有不均衡情况

方便及时引导处理，促进孩子身心全面发展。

《道德与法治》教材不只是道德教育的载体，也是劳动教育有力的理论依据。

我们要利用好这一载体，将劳育与德育融合会通。劳动教育是道德教育的重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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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实践形式；劳动教育在道德教育中更能得以升华。两育互相渗透，在德育中

渗透劳育，养成了勤劳，善良，节俭等好品行。在劳育中渗透德育，树立了正确

的劳动观，掌握积累了劳动技能。重视两育之间的联系，将两育有机结合，更能

有效地做到五育并举，促进孩子们全面发展，培育出德智体美劳高素质的新一代

人才。


